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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博物馆的专家现场鉴宝，不少市民带宝贝“验身”———

近百“老古董”，真品就一件

据了解，烟台市博物馆每
月月初都会举办烟台历史文
化讲堂，为市民讲解文物鉴定
和收藏知识等，至今已举办八
期。齐鲁晚报会提前公布每一
期讲堂的具体举办时间，市民
可以及时关注，抓住与专家们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支边时捡来佛像，不料淘到宝贝
鉴宝现场，当听到专家

说自己的宝贝是真品时，藏
友吕女士笑得合不拢嘴。原
来她在40多年前捡来一尊佛
像，如今至少能值数十万元。
但她并不打算卖掉，而是想
当做传家宝。

1976年7月，20多岁的吕
女士和丈夫在青海当知青，
当地几乎挨家挨户都有佛

像。那时他们的儿子刚出生，
整日照顾儿子的吕女士闲得
无聊，也想求一个佛像。过了
几天，吕女士的丈夫就捡了尊
佛像带回了家。

经鉴定，这尊捡来的佛
像是清朝前期的作品，保存
完整。“清朝前期的佛像很少
见，价格没法细说，但至少能
卖数十万元。”一位专家说。

挑来8件瓷器，结果全是赝品
两个大纸箱、一根长扁

担，藏友杨先生带着他珍藏
的8件瓷器来到现场。杨先生
说，大箱子里面有宣德年间
的青花，有造型别致的西洋
瓶。这些都是他跑村串乡收
来的，花了不少钱。

“这个瓶子的造型很别
致，集合了好几个年代的特
点。”专家上来一开口，杨先生
就懵了。专家们一一指出这些
瓷器的问题：有的字号和用料
对不上号，有的造型是各个朝

代的集合，有的干脆是现代人
创造的式样。

听到带来的“宝贝”都
是赝品，杨先生很不服气，
现场考起了专家：“你说这
个青花如果是真品的话，用
料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专家答对后，杨先生虽然不
服气，但好像也没心情再待
下去了。随后，没等历史文
化讲堂办完，他就将拿出来
的瓷器放回箱子，挑着扁担
走了。

近百件宝贝，大部分都
是赝品。对此，烟台市博物
馆藏品部主任李华杰说，藏
友朋友要自己学习，多到博
物馆看收藏的真文物，提高
鉴别真伪的能力。千万别在
地摊上买古董。

李华杰说，搞收藏不能
靠别人，要自己学习，主要
是参观烟台市博物馆里有
定论的真品，把真品的样子
装在脑子里，这样再买东西
时才有对比，才能涉足收
藏。如果藏友们不知道什么
是真品，买东西时就会没主
意，分不清真品和赝品。

“还有一个捷径可以
走，那就是和行内人交朋
友。”李华杰说，藏友们一定
要在行内拜老师、交朋友，
贩卖古董的一般都骗外行
人或者外地人，如果有藏友
买东西时有内行的朋友在
场，对方就不敢漫天要价
了。

多看真品

多交行内朋友

本报8月5日讯(通讯员 周霞
记者 侯文强) 5日上午，烟台

市博物馆的专家在第八期历史文
化讲堂上给市民鉴宝。不少市民
带着家藏60多年的宝玉、号称传自
战国的玉蝉、巨资买来的名家书
画等来到现场。不过，专家发现，
送来的宝贝不少，可大部分都是
赝品。近百件老古董中，只有一件
是真品。

5日上午9点半，百余位市民来
到烟台市博物馆负一层学术报告
厅，参加第八期历史文化讲堂。博
物馆藏品部李华杰、张忠诚两位
资深专家刚坐到讲台上，市民就
拿着宝贝围了上来，主持人不得
不让大家重新回在座位上，等专
家一个个来看。

第一位上台鉴宝的是位老先
生，他从脖子上摘下了一块戴了
一辈子的宝玉交给专家。原来这
块玉被老先生当做传家宝，是家
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买的古
玉。不过经专家鉴定，这块古玉原
是现代造。

鉴宝过程中，有的藏友用扁担
挑来了8件瓷器，有的用大箱子装来
十多幅书画，“这件瓷器的造型很奇
怪，是各个朝代瓷器特征的集合
品。”“书画的材料是老的，画工也很
好，但装裱手法是现代的。”专家们
说得很含蓄，藏友们听后却直冒汗。

两位资深专家鉴定了近百件
宝贝，却只发现一件真品。家住芝
罘区的吕女士带来一尊鎏金铜佛
像，鎏金保存的很完整，造型完整
端庄。两位专家拿起佛像仔细鉴
定，最后确定是真品，具有很高的
收藏价值。“至少能卖几十万元。”
一位专家说。

烟台市博物馆藏品部主任李华
杰说，近年来市民的收藏意识加强，
许多市民爱收藏古董，但藏品界流
传着一句话，95%的人用95%的钱买
了95%的赝品。藏友们一定要多学习
多交行内朋友，以免被骗。

格现场“鉴宝故事” 格专家支招

格相关链接

清代早期的鎏金铜佛像，至少值几十万元。

杨先生带来的瓷器，被专家鉴定为是赝品。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不少市民带着家藏字画来找专家鉴别。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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